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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州区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活动
工作实施方案

为全面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进素质教育，根据《教

育部等 11 部门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教基一

〔2016〕8 号）、《教育部关于印发<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

指导纲要>的通知》（教材〔2017〕4 号）、《甘肃省教育厅等

11 部门关于开展中小学生研学旅行工作的实施意见》（甘教基

一〔2017〕16 号）、《张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张掖市

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张政办发〔2023〕

93 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区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工作

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建设教育强国为目标，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以发

展素质教育为导向，充分挖掘区域内丰富文化资源和研学实践教

育资源，因地制宜开展研学实践教育活动，让中小学生在研学实

践中近距离触摸历史脉络，观览祖国大好河山，浸染中华优秀文

化，学习革命光荣历史，感受改革开放伟大成就，促进书本知识

和生活经验深度融合，着力提高中小学生（学龄前幼儿）社会责

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人文素养，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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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目标

1.依托张掖特色资源，打造有影响力的研学旅行精品线路，开

发育人效果突出的研学旅行课程，建设组织经验丰富、课程富有内

涵的研学基地，培养专业扎实、素养深厚的研学指导师资队伍。

2.探索推进从幼儿园到高中全学段学生研学实践教育“超市

化服务、菜单式选择”市场化运作模式，通过优化研学旅行资源

配置、扩大校外优质教育资源供给，建立管理规范、责任清晰、

多元参与、保障有力的研学旅行工作机制，形成方向正确、内容

完善、载体丰富、常态开展、体现特色的研学实践教育工作服务

体系。

三、主要内容

研学实践活动主要采取浏览参观、学习考察、主题探究、亲身

体验等方式，融专题研究、访问调查、社会服务、设计制作、同伴

互助等内容为一体，与学校教育有效衔接，发挥研学旅行与校内课

程不同的育人价值，避免“只旅不学”或“只学不旅”现象。

（一）研学形式

1.亲子研学。学龄前幼儿及小学低年级段学生以亲子研学为

主要活动形式，由具备研学旅行组织条件的研学企业负责实施，

区文体广电旅游局负责做好日常监督指导等工作。

2.冬（夏）令营研学。四年级以上中小学生以冬令营、夏令

营研学为主要活动形式，由具备研学旅行组织条件的研学企业负

责实施，区文体广电旅游局负责做好日常监督指导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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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小学生综合实践研学。五年级、七年级、高一年级学生

按照区教育局审定下发的张掖市综合实践学校（全国中小学生研

学实践教育张掖营地）教育教学工作计划推进实施。由张掖市综

合实践学校负责实施，区教育局负责日常监督指导等工作。

4.职业启蒙体验研学。依托张掖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全省职

业启蒙劳动教育培育基地，面向初中及高中学生开展职业启蒙体

验研学。由区属各初中、九年一贯制学校（初中部）、高中阶段

学校负责实施，区教育局负责日常监督指导等工作。

5.毕业年级励志研学。毕业年级学生以集体研学（学生所在

学校组织）为主要活动形式，由区属各中小学负责实施，区教育

局负责日常监督指导等工作。

（二）研学时间

1.亲子研学一般安排在 4-5 月、9-11 月进行，研学时长设

置为 0.5 天至 1 天。

2.冬夏令营研学安排在寒、暑假进行，研学时长设置为 1-3

天为宜，尽量避开旅游高峰期或人员密集的旅游景区。

3.中小学生综合实践研学按照中小学生综合实践总体工作

计划进行，研学时长设置为 1 天。

4.职业启蒙体验研学一般选择在每年 4 月至 5 月进行，研学

时长设置为 0.5-1 天。

5.毕业年级励志研学一般选择在每年 4 月至 5 月进行，研学

时长设置为 1-3 天，尽量避开旅游高峰期或人员密集集中的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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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

（三）责任分工

区教育局：负责全区研学旅行工作研究、统筹、协调，将研

学旅行纳入学校课程计划，加强对中小学生研学旅行工作的管

理、指导和考核评价；指导张掖市综合实践学校和各中小学加强

研学旅行课程和线路开发；加强学校研学旅行师资队伍建设，将

研学旅行师资培训纳入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培训体系；监督学校

开展研学活动组织、风险评估等工作，审核综合实践学校和中小

学组织的研学活动方案和安全应急预案，督促学校落实安全责任。

区文体广电旅游局：负责落实中小学生研学旅行旅游景区、

景点、公共文化场馆门票减免政策；会同市场监管、团区委、教

育局等相关部门研究制定研学旅行承办企业（机构）的管理办法，

遴选一批有资质、信誉好的研学旅行承办企业或机构，推行市场

化运作模式，加强考核评价；负责指导研学旅行基地、旅游景点

开发研学课程和研学线路；加大研学旅行资源宣传推介力度，通

过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等方式，建立交流合作机制；监督研学

企业开展研学活动组织、风险评估等工作，审核研学企业组织的

研学活动方案和安全应急预案，督促研学企业、研学旅行基地、

星级宾馆落实管理责任、安全责任等工作。

区发展改革局：负责指导中小学生研学旅行基地、承办企业

（机构）合理确定收费标准，对区属研学企业和研学营地（基地）

收费标准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



- 5 -

市公安局甘州分局：负责指导、监督、协调研学旅行相关单

位落实安全管理和安全防范措施；开展研学旅行线路安全排查，

对研学旅行涉及的住宿等公共经营场所由属地公安机关加强安

全监督；依法查处接送学生车辆的交通违法行为；指导学校、基

地营地、旅行社对师生研学旅行开展安全教育，监督检查安全职

责落实情况。

区应急管理局：配合行业主管部门做好研学对象安全教育，

强化研学对象安全防范意识；加强对研学旅行涉及的住宿、餐饮

等公共经营场所的安全监督监管；负责行业主管部门严格研学企

业和学校安全应急预案审查、安全措施的指导、落实工作。

区财政局：配合文体广电、教育、团区委等部门探索建立政

府、企业、学校、社会、家庭共担的经费筹措机制，充分发挥政

府引导作用。

区卫生健康局：负责指导研学旅行医疗救护、疾病防控等工

作，组织协调开展研学旅行突发事件的医疗救援工作；监督指导

研学旅行企业、基地（营地）落实卫生防疫措施。

区人社局：配合文体广电、教育、团区委等部门培养研学旅

行导师队伍，配合卫健、应急管理、教育等部门开展研学旅行和

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等方面的专业培训。

区交通运输局：负责规范管理参与研学旅行服务工作的运输

企业、交通运输工具、交通运输从业人员，配合公安、路政、交

通执法部门监督检查相关部门落实安全生产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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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市场监管局：负责加强对研学旅行涉及的餐饮服务机构进

行食品安全监督和价格监督，督促相关经营者按规定明码标价，

严格执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查处违规乱收费行为，监督检

查相关企业及机构收费及食品安全责任落实情况。

区商务局：负责配合文体广电、市场监管等部门做好研学旅

行涉及住宿宾馆（星级宾馆除外）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

市自然资源局甘州分局：负责配合做好研学旅行基地的推荐

和评估认定等工作。

团区委：负责区级研学旅行教育基地的评估认定、督查检查

和考核评价等工作；制定甘州区中小学生研学旅行工作办法和产

业发展规划。

研学企业：负责亲子研学、冬夏令营研学等研学活动方案和

研学安全预案制定、研学基地推荐、研学路线规划等工作，做好

研学课程开发、建设及研学专门人才的培养培训工作；负责向社

会宣传、推介研学项目，做好亲子研学、冬夏令营研学报名、组

织、实施、保障、安全等全过程工作。

四、主要任务及措施

（一）建立研学旅行工作协调推进机制。建立区研学实践教

育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全区研学实践教育活动的组织领导和沟通

协调，形成部门协同、学校主体、家长参与、社会支持的研学旅

行工作推进机制，为全区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工作的纵深推进

奠定坚实的组织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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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打造研学旅行教育基地（营地）。依托市内自然和文

化遗产资源、红色教育资源、综合实践基地、科普场馆、知名企

业、美丽村庄等资源，充分利用张掖黑河湿地、革命历史类纪念

设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博物馆、乡村振兴示范点等载体，

建立思政课精品研学线路，串联和拓展延伸其他研学点位，构建

“蛛网式”研学路线分布体系。

（三）开发研学旅行活动课程。把研学旅行纳入学校教育教

学计划，与综合实践活动、劳动课程统筹考虑，实现研学旅行和

学校课程有机融合。结合省情、市情、区情、学情，根据小学、

初中、高中不同学段的研学旅行目标，以《河西走廊研学方略》

为指导，有针对性组织开发一批历史文化、自然生态、革命传统、

国防科工、产业发展等多种类型的研学旅行课程，建立健全小学

阶段以乡土乡情为主、初中阶段以县情市情为主、高中阶段以省

情国情为主的研学旅行活动课程体系。

（四）设计研学旅行精品线路。加快建设以周边研学旅行基

地为辐射圈的研学旅行网络，推动跨区域、跨领域合作和资源共

享，助力推进研学旅行“菜单式”选择，形成布局合理、互联互

通的研学旅行线路。以“生态之旅”“红色之旅”“人文之旅”

“产业之旅”等为指引，串联甘州区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

（点），打造多业态、跨主题的研学精品线路。

（五）培养研学旅行专业人才。加强研学旅行科学研究，探

索建立研学旅行教育指导专家库，加强优秀研学旅行课程开发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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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加强对研学旅行工作重点和难点问题的研究，不断完善研

学旅行工作机制。引导各中小学校确定专职管理人员和教师作为

研学旅行活动负责人，负责对接和推进本校研学旅行的组织实施

工作。吸纳或招聘专业人才，培养一批研学旅行导师队伍，研学

旅行导师要定期接受组织开展研学旅行主题确定、组织管理、后

勤保障、安全管理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等方面的专业培训。

（六）建立研学旅行安全机制。坚持“谁组织，谁负责”的

原则，严格落实主体责任，按照“活动有方案，行前有备案，应

急有预案”的要求，研学活动实施前 15 个工作日，研学组织主

体向行业主管部门提交组织方案、风险评估报告、安全和应急处

置预案等材料进行审核备案。研学组织主体为参与研学对象和研

学参与人员购买意外伤害险，并根据需要配备一定比例的工作人

员和安全员（救护员），签订安全协议书，明确组织方、基地、

学校、家长、学生的责任权利。研学旅行活动组织前，研学组织

主体要组织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工作，确保实施设备、场地等绝对

安全，对研学对象进行有针对性地安全教育和公共卫生教育，并

充分考虑恶劣天气和地理环境等不利因素开展应急演练；活动中

要加强学生安全管理，如遇地震、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或大

雨、冰雹、大雪等恶劣天气时，应立即中断或取消研学旅行活动，

按照政府应急响应机制开展救援工作，并第一时间上报主管部

门，第一时间请求事发地 110、120 支援，确保师生安全。活动

结束后，各研学企业、学校要及时开展反思总结，查找问题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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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及时整改落实。

附件：1.甘州区研学实践教育工作领导小组

2.甘州区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点信息库

3.甘州区中小学、研学企业研学活动报备制度

4.甘州区中小学生研学旅行活动备案审批表

5.甘州区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活动安全责任承诺书（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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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甘州区研学实践教育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 区委常委、区政府副区长

副组长：侯东山 区政府办公室督查专员

蔡 青 区教育局局长

张洪云 区文体广电旅游局局长

伏晋霖 共青团甘州区委书记

成 员：贾永庆 市公安局甘州分局副局长

赵 晶 区教育局副局长

王志刚 市自然资源局甘州分局副局长

张 炯 区文体广电旅游局副局长

陈学军 区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

陈 仙 区财政局副局长

张晓琴 区人社局副局长

杨 军 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

刘小平 区应急管理局副局长

曾宪志 区交通运输局副局长

黄晓民 区市场监管局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张 庭 区商务局副局长

韦宇昊 共青团甘州区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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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络员：陈勇虎 市公安局甘州分局治安大队大队长

任海德 区教育局教育股股长

侯晓成 区文体广电旅游局政务服务股股长

陈亮书 区发展和改革局价格管理股股长

何奋萍 区财政局行财股股长

刘渊涛 区人社局综合业务股股长

李明明 区卫生健康局疾控应急股股长

王 琼 区应急管理局综合股股长

李晶晶 区交通运输局安全管理股股长

余 鼎 区市场监管局食品安全监管股股长

李梓元 区商务局市场秩序股副股长

徐红军 市自然资源局甘州分局权益股负责人

王汉璞 共青团甘州区委办公室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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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甘州区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点）信息库（市内）

序

号

基地

类型
基地名称

评估认

定时间
负责人 联系电话 详细地址 备注

1
综合

研学
张掖综合实践基地 2018 年 王 虎 15025891568 张掖市甘州区大满镇四号村 国家级研学旅行教育营地

2

红色

文化

研学

甘州区西路军烈士纪念馆

（高金城烈士纪念馆）
2023 年 马晶晶 13993669356 甘州区大衙门街解放巷 33 号 第三批市级研学旅行基地

3 中共甘州中心县委旧址 2023 年 杨 泽 18993632979 甘州区大满镇城西闸村一社 第三批市级研学旅行基地

4 甘州区龙渠乡红色文化风情线 2023 年 庞利鑫 13993619565 甘州区龙渠乡龙首村 第三批市级研学旅行基地

5 培黎职业学院 2021 年 彭东军 13893148199 山丹县培黎路 2号培黎职业学院 第三批市级研学旅行基地

6 山丹培黎学校 2021 年 彭东军 13893148199 山丹县培黎路 2号培黎职业学院 第三批市级研学旅行基地

7 山丹县博物馆 2018 年 吴多彬 15009368656
山丹县艾黎大道东北角

焉支山文化创意园
第一批市级研学旅行基地

8 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 2020 年 朱德忠 13993638068
甘肃省张掖市高台县城关镇医院

西路社区东环路 178 号
第二批市级研学旅行基地

9 高台县红色记忆博物馆 2020 年 赵治廷 15309469689 高台县大湖湾旅游风景区 第二批市级研学旅行基地

10 临泽县倪家营镇梨园村红色美丽村庄 2023 年 褚明德 15009365212 临泽县倪家营镇梨园村 第三批市级研学旅行基地

11
高台县红色非遗融合教育

研学实践基地
2023 年 陈 志 15339367975 张掖市高台县宣化镇站南小学 第三批市级研学旅行基地

12 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民族博物馆 2023 年 普秀敏 18093657819
张掖市肃南县红湾寺镇

祁丰路 35 号
第三批市级研学旅行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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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基地

类型
基地名称

评估认

定时间
负责人 联系电话 详细地址 备注

13

历史

文化

研学

张掖市博物馆（甘州区博物馆） 2018 年 周蓉铎 18609361189 甘州区县府街 130 号附近 第一批市级研学旅行基地

14 高台县博物馆 2018 年 赵治瑞 13321366166 张掖市高台县湿地新区 949 号 第一批市级研学旅行基地

15 西夏国寺（大佛寺） 张多金 15393619878 甘州区县府街 130 号附近 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

16 甘州区碱滩镇屋兰古镇景区 2022 年 党 鹏 15294000206 甘州区碱滩镇古城村 首批区级研学旅行基地

17 甘肃毕昇文化传播公司 2022 年 雒建华 13993605875 甘州区滨河新区大剧院院内 第四批市级研学旅行基地

18 黑水国遗址 2001 年 杨波 17793661219 甘州区西北 12.5 公里处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 民乐古城民俗文化研学旅行基地 2023 年 保继红 19909363069
张掖市民乐县环城北路 8号

（民乐古城）
第三批市级研学旅行基地

20

自然

生态

研学

平山湖大峡谷-喀尔喀小镇研学基地 2018 年 贺登帅 13993652340
甘州区平山湖蒙古族乡

平山湖村二社
第一批市级研学旅行基地

21 张掖芦水湾生态景区 2023 年 雷 鹏 15209363899 甘州区滨河新区 第三批市级研学旅行基地

22 西大湖湿地旅游景区 2022 年 吕玉林 13993643069 甘州区明永镇下崖村四社 首批区级研学旅行基地

23 黑河林场 2022 年 李兴平 13993613252 张掖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首批区级研学旅行基地

24 张掖国家沙漠体育公园景区 2022 年 贺 龙 18394596164 甘州区城南 13 公里处 第四批市级研学旅行基地



- 14 -

序

号

基地

类型
基地名称

评估认

定时间
负责人 联系电话 详细地址 备注

25

自然

生态

研学

甘州区沙井镇“种乡史语”生态文化

公园
2022 年 管 绮 18793640846 甘州区沙井镇集镇（原粮管所） 首批区级研学旅行基地

26 黑河生态景区 2023 年 王建生 13519362000 黑河林场 张掖黑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7 张掖国家湿地公园 2023 年 周蓉铎 18609361189 湿地公园内 张掖黑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8 丹霞大景区盛华研学教育基地 2018 年 王东兴 18093619666
临泽县其材质文化旅游创意园

西南侧 280 米
第一批市级研学旅行基地

29 肃南县裕固族民俗度假区 2018 年 朱天峰 18093619090 张掖市肃南县红湾寺镇 第一批市级研学旅行基地

30 临泽县丹霞口旅游度假小镇、 2020 年 刘海泉 18009361937
临泽县倪家营镇南台村、

丹霞大道 299 号
第二批市级研学旅行基地

31 临泽县水岸芦湾乡村旅游示范村 2020 年 杨 芮 18719578185 临泽县平川镇芦湾村 第二批市级研学旅行基地

32 甘肃焉支山文化旅游有限责任公司 2020 年 王志雄 17718646243
山丹县大马营镇中河村

焉支山景区
第二批市级研学旅行基地

33 民乐县扁都口生态休闲旅游景区 2020 年 骆 锋 13909369809
甘肃省张掖市民乐县扁都口

生态休闲旅游景区
第二批市级研学旅行基地

34 肃南县马蹄寺旅游景区 2020 年 于海龙 18193633308 张掖市肃南县马蹄藏族乡 第二批市级研学旅行基地

35 张掖七彩丹霞景区 2023 年 徐 珂 18509369664 临泽县倪家营镇镇南台村 第三批市级研学旅行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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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基地

类型
基地名称

评估认

定时间
负责人 联系电话 详细地址 备注

36

科普

教育

研学

张掖城市湿地博物馆 2018 年 姚艳霞 13993660945 湿地公园内 国家级研学旅行教育基地

37 祁连山科普教育基地 2023 年 周蓉铎 18609361189 湿地公园内 区级科普教育基地

38
祁连山国家公园甘肃省管理局张掖分

局自然教育与生态体验馆
2022 年 郑超 18093669585 东牌坊楼向西 100 米

省级自然教育与生态体验基

地

39 甘肃省职业启蒙劳动教育培育基地 2023 王幼华 13399444568 张掖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首批甘肃省职业启蒙劳动教

育培育基地

40 高台县科技馆 2018 年 丁国砚 13689498906
张掖市高台县城关镇滨河社区

崇文路 300 号
第一批市级研学旅行基地

41 山丹科技馆 2020 年 段建华 15293620922
山丹县艾黎大道东北角焉支山

文化创意园
第二批市级研学旅行基地

42 临泽县科技馆 2023 年 许俊山 15025893633
临泽县滨河路临泽四中

东南侧 80 米
第三批市级研学旅行基地

43

美丽

乡村

建设

研学

甘州区党寨镇马站村 2023 年 朱兴会 13993632590 甘州区党寨镇马站村 省级“和美乡村”

44 甘州区党寨镇陈寨村 2023 年 陈万金 18794929711 甘州区党寨镇陈寨村 市级“和美乡村”

45 甘州区靖安乡新沟村 2023 年 陈玉华 18893686628 甘州区靖安乡新沟村 市级“和美乡村”

46 甘州区党寨镇雷寨村 2023 年 何兵成 15193463345 甘州区党寨镇雷寨村 区级“和美乡村”

47 甘州区新墩镇双塔村 2023 年 陈伟 18794926118 甘州区新墩镇双塔村 区级“和美乡村”

48 甘州区甘浚镇高家庄村 2023 年 贾义明 13993673609 甘州区甘浚镇高家庄村 区级“和美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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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基地

类型
基地名称

评估认

定时间
负责人 联系电话 详细地址 备注

49

乡村
振兴
研学

甘州区甘浚镇西洞村
（西洞堡大捷战斗遗址）

2023 年 舒虎寿 15294009400 甘州区甘浚镇西洞村 省级乡村建设示范点

50 甘州区小满镇康宁村 2023 年 朱琦 17793600063 甘州区小满镇康宁村 省级乡村建设示范点

51 甘州区乌江镇集镇 2023 年 纪晓倩 18089489367 甘州区乌江镇集镇 乡村振兴示范点

52 甘州区大满镇老集 2023 年 李亚琦 18219968987 甘州区大满镇集镇 乡村振兴示范点

53 山丹县高庙乡村旅游文化产业园 2018 年 史义民 18293616688 山丹县李桥乡高庙村 第一批市级研学旅行基地

54 民乐县现代丝路田园综合体 2020 年 朱兴国 17793693907 民乐现代丝路田园综合体 第二批市级研学旅行基地

55

产业
发展
研学

甘州区长安镇前进村农村实用人才培
训基地

2020 年 杨 申 17361588279
张掖市甘州区党寨镇现代

绿洲农业示范区
第三批市级研学旅行基地

56 甘州区乌江镇新河田源综合体 2022 年 牛增亮 13993614251 甘州区乌江镇元丰村 首批区级研学旅行基地

57 甘州区甘浚镇速展村 2022 年 王 鑫 13830694203 甘州区甘浚镇速展村 首批区级研学旅行基地

58 张掖智能制造产业园 2020 年 陈 斌 13830601760 张掖市甘州区滨河新区

59 甘肃前进休闲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2018 年 杨 鹏 18093697555 甘州区长安镇前进村长安家园 第一批市级研学旅行基地

60 传奇乳业张掖乳品厂 2020 你 马 金 18093699780 甘州区滨河新区

61 张掖金满园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020 年 张 瑜 13830682680 碱滩镇永星村驼皇堡滩东南 第二批市级研学旅行基地

62 甘肃省红桥庄园葡萄酒有限公司 2020 年 贾玉莹 18709368619 临泽县板桥镇古城村银坡滩 第二批市级研学旅行基地

63 民乐县滨河集团酒文化产业园 2018 年 许福林 13909496789 张掖市民乐县生态工业园区 第一批市级研学旅行基地

64 耕育
体验
研学

希望·田野农学实践教育基地 2022 年 祁 海 13993600222 甘州区大满镇四号村 首批区级研学旅行基地

65 高台县天悦农场农耕文化研学基地 2023 年 贾志龙 19993628108
高台县新坝镇许三湾村

天月生态农场
第三批市级研学旅行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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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州区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点信息库（省内市外）
序号 所属市县区 基地名称 基地类型 详细地址 备注

1 兰州市
兰州市中小学生综合实践教育学校（兰州营

地）
综合性营地 兰州新区

2 武威市 威武文庙 历史文化研学 武威市

3 武威市 西夏博物馆 历史文化研学 武威市

4 武威市 雷台汉墓 历史文化研学 武威市

5 武威市 《凉州词》陈列馆 历史文化研学 武威市

6 武威市 武威市博物馆 历史文化研学 武威市

7 金昌市 金川科技馆 科技创新研学 金昌市

8 金昌市 金川国家矿山公园 自然生态研学 金昌市

9 金昌市 紫金花海 自然生态研学 金昌市

10 酒泉市 酒泉天宝景区 历史文化研学 酒泉市

11 酒泉市 西汉酒泉胜迹 历史文化研学 酒泉市

12 酒泉市 东风航天城 航空航天研学 酒泉市

13 嘉峪关 嘉峪关关城 历史文化研学 嘉峪关市

14 嘉峪关 方特 科技创新研学 嘉峪关市

15 敦煌市 莫高窟 历史文化研学 敦煌市

16 敦煌市 鸣沙山月牙泉 历史文化研学 敦煌市

17 敦煌市 莫高学堂 历史文化研学 敦煌市

18 敦煌市 阳关 历史文化研学 敦煌市

19 敦煌市 玉门关 历史文化研学 敦煌市



- 18 -

附件 3：

甘州区中小学、研学企业研学活动报备制度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 各外出研学的群体或组织方为主办单位，各承接研

学基地为研学实践活动的承办单位。

第二条 为加强大型群体性活动安全管理，维护安全秩序，

保护师生生命财产安全, 保证各类活动顺利进行，根据《群众性

文化体育活动治安管理办法》（公安部令第 44 号)、《大型群众

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及上级有关文件精神，结合实际，制定本

规定。

第三条 本规定适用于外出研学活动的安全管理，同时履行

相应的安全审批备案程序。

第四条 本规定所称的外出研学实践活动是指面向师生或社

会公众举办的师生集体外出研学实践教育活动。

第二章 组织领导

第五条 研学活动应当遵循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主办

及承办单位成立安全工作领导小组，督促本单位有关部门履行对研

学活动安全工作的监督管理职责，沟通信息，及时协调、解决研学

活动安全管理中的重大问题。承办单位研学部门和安全处对大型活

动的安全工作实施监督管理，主（承）办单位有关部门按照工作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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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对研学活动有关安全工作履行相关职责。

第六条 研学实践活动安全管理工作实行审批备案制，并严

格遵循“谁主(承)办、谁负责”的原则,主(承)办单位的主要领

导是安全第一责任人，主(承)办单位应对活动的安全措施承担主

要责任，要制定并落实安全措施和安全工作预案，确保活动安全、

有序进行。

第三章 审批流程

第七条 主办单位（各学校）将严格管理外出研学实践活动

相关事宜, 并将研学活动列入到教育教学工作计划当中，活动前

向上级主管部门申报，由上级主管部门审批备案后上报区委政法

委。审批流程如下：

（一) 承办单位（各学校）制定和规划研学实践活动计划，

在计划中作出具体活动地点、时间、参加的人数、活动方案和安

全事故应急处理预案。

（二）活动前，主办单位及时与承办单位对接外出研学点、

路线等事宜，主办单位研究确定外出路线并报上级主管部门审

批，同时做好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备案，审批同意后，上报区政法

委备案，由承办单位组织实施。

(三)在实施的过程中，由于天气和一些不可预测的因素，造

成活动无法正常执行的由主（承）办单位组织会议讨论，并请示

上级主管部门批示后延期或者取消活动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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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活动组织过程中如遇突发事件，立即启动安全事故

应急预案，按程序上报、请求救援、组织工作人员抢救，尽最大

可能保护学生生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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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安全管理

第八条 主办单位及承办单位在研学活动举办期间，应当落

实各项安全措施，配备足够的工作人员维持现场秩序。大型活动

现场安全工作人员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掌握本次活动安全保卫工作方案和处置突发事件应急

预案的内容。

（二）熟练使用消防器材，熟知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位置；

（三）在人员相对聚集时，组织处室应当采取控制和疏散措

施，确保参加活动的人数在安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

（四）掌握和运用其他安全工作措施。在活动过程中如发生

公共安全事故、治安案件，安全责任人应当立即启动应急处置预

案，并立即报告和求救。

第九条 研学活动有下列情况之一者，立即停止活动:

（一）未经批准，擅自举行活动的。

（二）参加活动人员超过核准人数的。

（三）现场秩序混乱，对参加活动人员的安全构成威胁的。

（四）严重影响师生正常生活、学习、工作秩序的。

（五）由于客观不可抗力或发生重大事件的。

第五章安全守则

第十条 学生安全制度

1.外出研学活动的时间、地点，要严格执行承办单位所列研



- 22 -

学计划内容，严禁私自选择计划外的活动。

2.严禁组织有安全隐患的活动；严禁任何集体或个人以营利

为目的，单独或与社会旅游经营部门联合，组织学生外出研学。

3.学生研学活动须严格执行社会治安、消防和交通安全管理

规定，自觉服从治安管理人员的管理，确保学生外出安全。

4.外出用车必须使用学校车辆或有运营资格的车辆，不得使

用无运营资格或有安全隐患的车辆，严禁租用无牌无证车辆。

5.外出活动前，主办单位与承办单位安排随行校医备好药品

和急救物品，若有紧急情况进行有效的抢救措施，随行医生立即

实施抢救，并根据现场患者的实际情况拿出最佳处置办法和建

议，现场指挥立即采取果断措施，尽最大可能确保师生生命安全。

6.主办单位与承办单位组织者要严禁学生随意抛扔物品或

携带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管制刀具和其它妨害公共安全的物品进

入活动现场。

7.承办单位和主办单位的参与教师需自觉遵守各研学活动

场所的规章制度，服从工作人员指挥和管理，有秩序入场、退场。

8.学生外出研学活动，要自觉维护学校声誉和学生形象。遵

守各项纪律和制度，不得从事任何违法违规和不安全的活动。

9.活动过程中必须保证联络畅通，外出团队相关负责人联系

方式需备案，遇到情况应与相关部门及时联系。回校后,须及时

向单位办公室汇报外出安全情况。

第十一条 研学活动的组织者（随行教师）履行下列安全职责:



- 23 -

（一）组织实施现场安全工作，开展安全检查，记录安全检

查的情况和处理结果，发现安全隐患提出整改意见，责令该团体

立即或者限期消除安全隐患。

（二）对研学活动安全工作人员进行教育培训。

（三）在研学活动举办期间，承办单位研学部落实各项安全

措施，根据需要配备工作人员维持现场秩序。

（四）在人员相对聚集时，应当采取控制和疏散措施，确保

参加活动的人数在安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

（五）对可能导致安全事故的紧急情况和其他突发事件及时

进行处置。

（六）建立研学活动不良安全信息记录制度。

（七）加强与公安机关的沟通与协调，对大型活动中的违法

犯罪行为向学校领导汇报，并向公安机关报案。

第十二条 对研学活动应严格落实安全责任制和责任追究

制。未经备案不得组织大型活动或集体外出活动；活动中造成严

重后果或重大安全事故的,将追究有关领导和组织者责任。

第十二条 本规定由研学活动主办单位、承办单位负责解释，

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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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甘州区中小学生研学旅行活动备案审批表

备案时间： 年 月 日 编号：

研学活动主题

活动时间 活动目的地

研学线路

活动人数 年级 人；随队工作人员 : 人

带队领导 联系方式

是否委托实施
受委托机构名称

是否自行实施

为研学人员购买人身意外险保额: 万元/人
是否已为每位参研人员

购买校方责任险

单位领导签字 书记签字

主管股室审核

意见(签字)

安全负责股室

意见(签字)

分管

领导

意见 年 月 日

主要

领导

意见 年 月 日

区委

政法委

意见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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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学企业、中小学校组织开展研学旅行活动须在 15 个工

作日前报所属主管部门进行审核备案；在市内开展的研学活动由

局分管领导进行审批，赴市外组织开展的研学活动由局主要领导

进行审批。

2.备案所需材料：（1）活动审批表；（2）活动课程方案；

（3）安全应急预案；（4）重大活动风险评估报告；（5）行前

安全教育方案；（6）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7）致家长的一

封信；（8）与家长签订的安全协议书；（9）委托机构资质证明；

（10）与委托方签订的合同和责任书；（11）运输企业资质证明

及驾驶员有效证件复印件；（12）出行师生编组名单；（13）行

前为师生购买的意外险保单复印件及名单；（14）师生校方责任

险复印件及名单；（15）活动总结（事后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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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甘州区中小学研学实践活动安全责任承诺书

（模板）

甘州区 局：

（研学起止时间），我单位将组织（ ）名学生前往（研学

地点）开展（研学主题）的研学活动。为加强研学实践安全工作，

明确安全责任，增强学生的安全意识，确保研学实践活动安全有

序，我单位与（承办机构名称）签订了合同，现就安全工作承诺

如下：

1.单位成立了××为组长，分管领导××为副组长， ××、

××、××、××、××为成员的研学实践领导小组，全面负责

活动组织工作，制定了详细的活动方案和安全预案；

2.××（单位）以《告家长书》等多种形式，公示了研学实

践时间、地点、经费支出项目及标准明细等事项，并明确各方的

权利义务，细化安全保障和保险理赔等涉及学生切身利益的事宜；

3.严格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以公开招标或邀标方

式产生了本次研学实践承办机构（名称）。

4.我单位与承办机构依法签订了合作协议，并负责监督承办

机构出具书面安全承诺，购买实践社责任险，为参加本次的学生

和教师购买旅游意外保险，确保人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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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按要求做好经费预算，带队工作人员、医务人员等餐饮、

住宿、交通等费用没有在学生研学实践经费中支出。

6.对参加研学实践活动的学生和有关人员进行法律、纪 律、

安全教育和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增强抵御不良文化侵蚀的能力；

在研学过程中，尊重当地习俗，爱护环境，文明旅游， 自觉保

护公共财产安全。

特此承诺。

承诺人（单位负责人）：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